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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政函〔２０２４〕６９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忻州市忻府区等１４县(市、区)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忻州市人民政府、省自然资源厅: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报请审批忻州市忻府区１４县(市、

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请示»(晋自然资呈

〔２０２４〕１２０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忻府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

«原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定襄县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五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代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繁峙县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宁武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年)»«静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神池县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五寨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岢岚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

«河曲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保德县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偏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

二、忻州市要指导各地认真组织实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深化实施国家及省重大发展战略.着力将忻府

区建成山西中部城市群北部中心,先进制造业基地,文旅康养融合

发展示范城市;将原平市建成山西中部城市群重要的新型材料和

装备制造基地,特色农业基地,温泉康养目的地,忻定原一体化重

要功能区;将定襄县建成全国重要的锻造产业基地和现代农业示

范区,忻定原一体化重要功能区;将五台县建成世界文化景观遗产

地,世界级旅游康养目的地,现代特色农业产业示范区;将代县建

成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知名的黄酒生产基地、重要的生态文化旅游

目的地、能矿绿色转型发展区;将繁峙县建成重要的生态涵养区,

山西中部城市群重要的冶金装备制造基地,滨水生态休闲城市;将

宁武县建成重要的煤铝电能源绿色转型发展基地,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和水源涵养区,知名的森林康养和生态旅游目的地,山水城

融合的田园城市;将静乐县建成重要的生态涵养区、现代特色农业

示范区、滨河园林城市;将神池县建成黄河中游重要的水土保持

区、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区、特色农牧产品加工基地、绿色低碳示范

小城;将五寨县建成黄河中游重要的水土保持区,有机旱作农业示

范区,忻州市域西部物流集散中心,重要的生态旅游与康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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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将岢岚县建设成黄河中游重要的水土保持区,忻州市重要的新

能源产业基地和乡村旅游目的地,山水园林城市;将河曲县建成黄

河中游重要的水土保持区,忻州市重要的煤电能源绿色转型发展

基地,西口文化保护传承示范区,黄河风情宜居小城;将保德县建

成黄河中游重要的水土保持区,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示范基地,生态

园林城市;将偏关县建成黄河入晋生态保护第一县,黄河中游重要

的水土保持区,黄河长城文化体验重点区,特色农业发展示范区,

生态宜居小城.

三、强化国土空间安全底线.到２０３５年,耕地保有量、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生态保护红线不得低于上位规划分解下达的指

标,城镇开发边界规模不得突破上位规划分解下达的指标(具体指

标见附件).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节

约集约用地制度,强化底线约束,将“三区三线”作为调整经济结

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明确自然灾害风

险重点防控区域,划定洪涝等风险控制线,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等安

全保障空间,全面锚固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底线.

四、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农业空间结构,推动农

业安全、绿色、高效发展.加强生态空间的保护和管控,开展生态

修复,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合理控制

国土开发强度.严守城镇开发边界,加强城镇空间的规划引导和

统筹协调,做好分阶段时序管控,合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的规

模、结构和布局.因地制宜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统筹优化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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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布局,支撑乡村振兴.深化落实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要求,

科学合理布局能矿发展空间.坚持“四水四定”,加强水资源保护

与利用.

五、提升城乡空间品质.优化城乡空间结构和用地布局,凸显

城市特色,优化提升城市能级,改善提升人居环境,统筹安排教育、

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合理安排居住用地,

推进社区生活圈建设.严格城市蓝线、绿线、黄线、紫线管控,系统

建设公共开敞空间,稳步推进城市更新.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下

空间,引导土地复合利用,促进城市内涵式集约发展.落实历史文

化保护线管理要求,保护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周围环境,保护

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强化城市设计、村庄设计,优化城乡空间

形态,彰显富有地域特色的城乡风貌.

六、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完善区域和城乡各类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强化区域交通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构建多式联运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推动

中心城区构建多层次、多模式的公共交通体系.构建综合防灾减

灾救灾体系,严格落实地质灾害风险区的灾害防治措施,提高国土

空间安全韧性.

七、维护规划严肃性权威性.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之外另设其

他空间规划,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任何部门和个人

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规划.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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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规划监

督、执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八、做好规划实施保障.要做好规划印发和公开工作,强化社

会监督.组织完成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相关专

项规划编制工作.强化对专项规划的指导和约束,对涉及空间利

用的水利、交通、能源、农业、信息、市政等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

设施、生态环境保护、资源保护利用、文物保护、林业草原等专项规

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协调解决矛盾问题,合理优化布

局,确保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和任务落地落实.建立健全国土空

间规划委员会制度,发挥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管理的统筹协

调作用.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建设国土空间规划实

施监测网络,提高空间治理数字化水平.省自然资源厅要会同有

关方面根据职责分工,密切协调配合,加强对规划实施的指导、监

督和评估.规划实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附件:忻州市三条控制线指标分解表

山西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５月２８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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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忻州市三条控制线指标分解表

序号 县(市、区)耕地保有量
(万亩)

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面积
(万亩)

生态保护红线
(平方千米)

城镇开发边界
(平方千米)

１ 忻府区 ９８６７ ７９３０ ６３２９３ ８６１９

２ 原平市 １１４６６ ９４４５ １２２７９ ５０７５

３ 定襄县 ５４０６ ４６２９ １６０４９ ２４２１

４ 五台县 ５６５８ ４７８３ １１８８１８ １８６５

５ 代县 ４８３５ ４１１２ ２４９１３ ２１１０

６ 繁峙县 ７４２９ ６５５７ ５７３９７ ２５５７

７ 宁武县 ５７７２ ４９５９ ５３９７３ １９５９

８ 静乐县 ７０２２ ５３９７ ２８４６０ １０２２

９ 神池县 ９１３２ ８０８９ ３０８０４ １１７９

１０ 五寨县 ７４１４ ６５６８ ３４６２４ １５５４

１１ 岢岚县 ５４３４ ４１９５ ６２４３４ １４７３

１２ 河曲县 ５２５５ ４２３０ ３３６６６ １６４５

１３ 保德县 ３４３１ ３１１５ ２５３９５ １２６８

１４ 偏关县 ５４３６ ４７５８ ５８５０２ ８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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